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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海绵”吸走了我几乎所有可利用的空闲

时间，使人心如止水、静心平和。我经常

画到深夜。探亲时，也会带上笔墨，画上

几幅画。习惯成自然，一天不画就仿佛生

活缺了什么，每完成一幅习作，往往自得

其乐，十分愉悦。

我学习中国画的时间不长，多半处于

临摹阶段，拓展作画不多，习作显得稚

嫩，甚至“粗糙”。这本《绘画拾贝》画

册，收集了我近几年来习作画稿，一是以

画会友，作为我初学中国画以来的汇报、

交流；二是更期盼得到老师、同事、朋友

以及家人的赐教和帮助。

中国画是无声的音乐，其一笔一划犹

如一个个音符，组成一篇篇乐章，给人一

幅幅水墨世界场景。古人曰：“从事笔墨

者，三十年后，乃可几于变化。”我只是

个业余初学者，我当继续努力，扎实基

础，师古人之足迹、学大师之经典，不断

提高学识修养和绘画水平，在人生道路上

获得更多教益和收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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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大学建校百余年来，培育了众多

爱国奉献的学子，更孕育了富有特色的

校园文化。纵观清华文化，其中有“三

宝”：校训、校园、校友。

有关“清华三宝”说法，来源于一次

座谈会。2010年5月，在清华大学举行了

《清华百年文化研究》课题的专家考察和

论证。讨论中，副校长谢维和讲道：“我

到清华工作这些年来，深深感到清华有三

大宝：校训、校园、校风。”这样的归纳

有新意，且十分到位，于是有人提出补充

看法，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：

“清华有三大宝”的提法非常好，但

是“校训”和“校风”意思相近，建议修

改为“清华三宝”：（1）校训，包括校

训，以及校风、学风等清华精神和文化

传统；（2）校园，包括清华园环境，以

及校园建设、校园生活和文化；（3）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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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，在清华学习和工作过的人，他们是清

华发展建设的参与者、亲历者，清华精神

文化的开拓者、传承者；他们以勤奋努力

与聪慧才华，为国家做出贡献，为清华赢

得尊重。哪儿有校友，哪儿就有清华。

不久，时任校长顾秉林在会见新竹清

华大学校长陈力俊时说：“清华有三宝：

校训、校友和校园。两岸清华的校训相

同，海外校友会是一家。”“两岸还没

统一，但海峡两岸清华校友会早就统一

了。”陈力俊校长对此很认同。海峡两岸

的清华同根同源，被传为佳话。

此后，在清华百年校庆前的校友工作

会上，校长顾秉林说：“百年清华有‘三

宝’，那就是‘校友、校园与校训’。”

这是“清华三宝”最早正式公开提出，引

起大家的共鸣，并流传开来。

● 清华词典


